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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器人和外骨骼机器人助力养老，持续关

注机器人应用端 
  

——人形机器人行业事件点评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事件 

6月9日，工信部、民政部发布开展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结对攻关与场

景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试点期为2025—2027年。通知指出，在家

庭、社区和养老机构等场景中试点应用，在应用验证过程中完成产品

迭代升级，应用验证周期不少于6个月。居家养老服务机器人产品需完

成不少于200户家庭应用验证，部署不少于200台套；社区和机构类养

老服务机器人产品需完成不少于20个社区或20家养老机构应用验证，

部署不少于20台套。 

 

◼ 点评 

1） 养老机器人旨在提供多元化的生活辅助、全面的健康监护与温馨

的情感陪伴。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养老机器人，具备自主移动、语

音交互、面部识别、情感识别及远程控制等先进功能，旨在提供多

元化的生活辅助、全面的健康监护与温馨的情感陪伴。这些机器人

不仅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且能够通过不断学习和个性

化定制，更好地适应每位老年人的喜好和需求。 

2） 养老机器人可分为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 、陪伴机器人等。养

老机器人可以根据其功能和服务范围进行分类。其中，护理机器人

主要用于协助老年人完成日常生活活动，如洗澡、穿衣、吃饭等；

康复机器人则专注于帮助老年人进行康复训练和运动治疗；而陪伴

机器人则是一种能够提供情感支持和陪伴的机器人，通过语音交

互、面部识别等方式与老年人建立互动关系。此外，还有一些综合

性的养老机器人，具备多种功能和服务，如智能床、智能家居控制

器等，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生活辅助和监护。 

3） 养老机器人上游主要包括机械、电子、传感器、电池等。养老机

器人下游应用行业主要是养老服务领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养老机器人的需求越来越大。养老机器人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健康监测、情感陪伴等多方面的服务，减轻老年人的负担，提

高生活质量。同时，养老机器人还可以用于医疗机构、养老院等场

所，帮助医护人员和护理人员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力成本。 

4） 养老机器人行业逐渐步入成熟阶段。在起步阶段，养老机器人主

要以生活辅助和康复护理为主，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功能也比较单

一。在发展阶段，随着传感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

展，养老机器人的功能和性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不仅能够进行基本

的生活辅助和康复护理，还能够进行健康监护、情感陪伴等多方面

的服务。近年来，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普及，养老机器人

行业进入成熟阶段，不仅具备了高度的自主性和智能化水平，还能

够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个性化定制和学习，形成了完整的

养老服务体系。 

5） 外骨骼机器人的落地场景，从工业逐步拓展至养老。外骨骼机器

人是一种可穿戴的智能机械装置，能够通过传感器、驱动器和控制

系统增强或辅助人体的运动能力。它结合了机械工程、人工智能、

生物力学和材料科学，广泛应用于医疗康复、工业制造、军事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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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外骨骼机器人的落地场景，从工业逐步拓展至养老，除了

辅助护工搬动行动不便的老人，外骨骼机器人还能帮助老人行走。 

6） 我们认为，养老机器人的出现，有望减轻社会和家庭对老年人的

照料负担，帮助老年人有尊严生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占比22%；65岁以上人口

超2亿，占比超15%。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1月发布的关于深化

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养老科技和信息化发展应用，

DeepSeek等大模型的出现，为科技与养老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强劲

动力。养老机器人，正在加速走进现实生活。   
◼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欧圣电气、麦迪科技、伟思医疗、振江股份、探路者等； 

   
[Table_RiskWarning] 
◼ 风险提示 

 
人形机器人研发进展不及预期；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落地不及预期；人形

机器人潜在供应商环节竞争加剧。 
 



事件点评                                                          

 

 

       

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尽责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

出具本报告，并保证报告采用的信息均来自合规渠道，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作者的研究观点，结论不受任何第三

方的授意或影响。此外，作者薪酬的任何部分不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公司业务资格说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投资评级体系与评级定义 

股票投资评级： 分析师给出下列评级中的其中一项代表其根据公司基本面及（或）估值预期以报告日起 6 个月

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表现的看法。 

 买入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持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5-20% 

 中性 股价表现将介于基准指数±5%之间 

 减持 股价表现将弱于基准指数 5%以上 

 
无评级 由于我们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

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分析师给出下列评级中的其中一项代表其根据行业历史基本面及（或）估值对所研究行业以报

告日起 12 个月内的基本面和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表现的看法。 

 增持 行业基本面看好，相对表现优于同期基准指数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相对表现与同期基准指数持平 

 减持 行业基本面看淡，相对表现弱于同期基准指数 

相关证券市场基准指数说明：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港股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 

投资评级说明： 

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投资者应区分不同机构在相同评级名称下的定义差异。本评级

体系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投资者买卖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

完整的观点与信息，投资者不应以分析师的投资评级取代个人的分析与判断。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

户。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

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引用或转载。如经过本公司同意引用、刊发的，须注明出处为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

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交易，也可能

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

料、意见和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或投资收入可

升可跌。过往表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或推测不一致的

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

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本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关联机构不

承诺投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

责，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关联机构无关。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作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也不应当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

判断。 


